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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专学历从零学起搞研发
13年“豪赌”投入2亿多

在公司见到蔡剑勇前，记者等待了三个多小时。

卓勇良的文章刊发后，这家之前默默无闻的公司一下子

热闹了起来。记者采访当天，就来了三四拨客人，有投资人，

有客户，公司上上下下都在忙。

“不好意思呀，我们准备扩大生产线，建二期。刚刚见了

一位投资人，就是在聊这个事情。”年过半百的蔡剑勇头发花

白，接待了一天的客户，让他看起来有些疲惫。但一谈起这份

事业，他立刻来了精神，滔滔不绝。

大专学历的他，原本和夫人厉瑞亚一起办印刷厂，干得有

声有色，鼎盛时期有400多位员工，年销售收入约1亿元。

长期与纸打交道的蔡剑勇，知道碳酸钙在造纸和塑料行

业的重要作用。2006 年，他萌发了一个念头：研发以碳酸钙

为主原料的无机降解可塑性材料。这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前

所未有的创新举措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
一开始，夫人厉瑞亚负责印刷厂，并为蔡剑勇提供研发资

金和场地。但即使这样，仍不足以支付巨额的研发费用。夫

妻俩卖厂、卖房，只为了凑钱继续研发。

10 年来，单在研发上，他们前后共投入了 2 亿多元，就为

了这份“理想情怀”。

“当时我们也觉得失败概率在百分之八九十。可是一

个人的一生当中，如果能做一件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事情，

这辈子就没白活。即使最后真的没做成功，我们也为

后人留下了经验和参数。”回想起那段苦日子，蔡剑勇

显得云淡风轻，好像在述说别人的故事。

失败，重来；再失败，再重来。在场地靠借、资金

靠省、技术靠自学的过程中，蔡剑勇已记不清失败

了多少次。

2016 年 7 月 5 日下午 4 点多，是蔡剑勇这辈子

都忘不了的时间。

“在一家机械制造厂，我们亲眼目睹自己制造的

薄膜机，装料一个小时后，吐出了我们所需的薄膜。

这个薄膜，是用‘无机降解可塑性材料’制成，也是业内

首次、全球首款。”

那一刻，蔡剑勇和几个搭档激动得涕泪横流。

虽然研发成功，但离投产问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“一开始很多人都不相信。有人说，全球都没有

的技术，你一个大专生，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，凭你

一个人怎么搞得出来？包括现在来电话咨询的，有三

分之一的人都认为我们的项目是骗人的，这并不奇怪。”

蔡剑勇告诉记者，公司一路走来，也碰到了很多志同

道合的人。2017年7月，山联长兴工厂终于动工。

研发无机降解可塑性材料
有望解决“白色污染”难题

在山联的车间里，随处可见摆放着的半成品和成品。“半

成品”是装在玻璃瓶里的各色“母粒”，由这些小小的粒子，再

做成不同的产品——胶带、快餐盒、瓦楞箱、吸管等。

蔡剑勇介绍，公司研发的无机降解可塑性材料，是业界首

创的一款“三无”产品:“就是生产过程无污染，使用过程无污

染，废弃过程无污染。”

这一材料在室外填埋约一年半到两年时间，就能在无氧

状态下降解，重新回复加工前的碳酸钙原貌，回归大自然，不

会污染土壤、水环境与大气。

还有光降解，就是可通过光照进行降解。今年6月，公司

找了全球权威的检测机构进行光降解检测，在光照下经一定

时间就能达到脆化点，表明具有光降解性能。

而焚烧处理，是指在焚烧过程中无有毒有害气体的排放，

且燃烧不会结块，全部成粉，无二次污染。

工作人员现场给记者演示，将市面上常见的胶带和可降

解胶带各剪一段，在同样的器皿里燃烧。普通胶带在燃烧过

程中会散发刺鼻的气味，冒黑烟，伴随液滴状，且不能全部燃

烧干净；而可降解胶带在燃烧过程中只是偶有白烟，无刺鼻气

味，并能充分燃烧后成粉。

也就是说，产品一旦推广开来，塑料制品“100 年不腐烂

不降解”的难题，将迎刃而解。

数据显示，以薄膜胶带为例，2018 年，全国快递包裹近

500 亿件，如每件使用 1 米封箱胶带，使用量将达 600 亿米；

每年，全世界的吸管用量达8000亿根；还有诸如瓦楞周转箱、

一次性用品梳子、牙刷、快餐盒、杯子等，数量十分庞大。

蔡剑勇告诉记者，目前，公司一年能生产20万吨“母粒”，

换算下来，能做成50亿平方米的薄膜胶带、2500万平方米的

瓦楞箱、20000亿根吸管⋯⋯“等2020年底二期建成投产后，

年产能将达50万吨原料。”

蔡剑勇希望，这一产品能推广到全球，用无机降解可塑性

材料逐步替代不降解的塑料，最终消灭“白色污染”，“这也是

我这一生想要追求的目标。”

山联（长兴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湖州长兴一个绿色环绕的工业园区。就是这家其貌不扬的企业，制造出了全球首款无机降解可塑性

材料。也就是说，困扰人类的“白色污染”，今后将不再是难题。而破解这一难题的，则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民营企业家蔡剑勇。

可“酒香”也怕“巷子深”。直到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中心主任卓勇良与蔡剑勇“偶遇”，同吃同住、深度调研好几天并发表文章后，

这家低调的公司才引起大家的关注，从幕后走到了台前。

近日，钱江晚报记者特地赶到长兴，对公司创始人蔡剑勇进行了采访。

默默苦干13年，研发成功全球首创的无机降解可塑性材料

与卓勇良的一段“偶遇”，让这家公司从幕后走到台前

破解“白色污染”，他们有办法

本报记者 高佳晨

长期与纸打交道，让他萌发

用碳酸钙造薄膜的念头

13 年投入 2 亿多，他破釜沉

舟终获成功

蔡剑勇夫妇的研发，是以其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为基础

的。他们长期浸淫于纸制品产业，20 年前接触石头纸。他们

的念想是在已有材料基础上，提高碳酸钙比重，并具有无机降

解、无污染的绿色环保功能。

这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循势创新和循势跨界的转型，即

在原有知识和专业基础上的一种创新转型。

他们的整个发明过程，全部用自有资金，所以他们始终很

坦然，随时都准备接受失败。产业化落地阶段有社会资金入

股，蔡剑勇夫妇也有失败清偿的资金准备，以对得起朋友。

听蔡剑勇讲他的创业故事时，我们两人的双眼都有一点

湿润。他们退出了长期从事的印刷业，表明了他们发明转型

和二次创业的决绝；他们研发新材料的巨大投入，也表明了他

们的人生选择和价值观升华。

蔡剑勇、厉瑞亚夫妇从印刷行业出发，开创性地打开了无

机降解可塑性材料产业的大门。他们是一种典型的决绝式的

发明转型，把自己 20 多年的创业形成的货币资本，尤其是把

企业经营的未来，几乎全部押宝在一个前途未卜的产业上，真

正体现了企业家精神。

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中心主任 卓勇良

公司厂房

环保先锋蔡剑勇


